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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智能穿戴面壳及其制作方法。

所述制作方法包括：采用透明PC材料根据透光度

进行抽粒；在抽粒的过程中添加镭雕色母；采用

单色注塑成型得到智能穿戴面壳的毛坯；对所述

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所

述智能穿戴面壳由上述制作方法制作而成，所述

智能穿戴面壳的材料为透明PC材料，所述智能穿

戴面壳的反面设有视窗和遮光区。本发明具有可

重复性和稳定性，可避免偏位，提高良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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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穿戴面壳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用透明PC材料根据透光度进行抽粒；

在抽粒的过程中添加镭雕色母；

采用单色注塑成型得到智能穿戴面壳的毛坯；

对所述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对所述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

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之后还包括：对所述视窗贴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进行印刷

图案或文字。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通过CNC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

去除边角。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喷涂高光

UV漆。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3D镭雕的精度为

0.1mm-0.15mm。

7.智能穿戴面壳，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制作方法制作而成，所述

智能穿戴面壳的材料为透明PC材料，所述智能穿戴面壳的反面设有视窗和遮光区。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穿戴面壳，其特征在于：所述视窗的透光中心与所述反面

的中心的偏差为0.1mm-0.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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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面壳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穿戴设备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智能穿戴面壳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智能穿戴面壳的结构多采用双色注塑或PC半透明注塑。面壳镜片的反面为了

不影响显示屏显示效果，镜片的视窗位置都是透明状态，镜片视窗以外都需要通过遮喷工

艺来实现遮光。现有遮喷工艺流程较为复杂且良品率低，对遮喷治具设计及材质要求较为

严格，需要设计遮喷治具，再贴用于定位的内保护膜，再装夹治具喷涂烘烤，烘烤后再撕掉

内保护膜，贴上遮光膜，进行后续的印刷、CNC水口和高光处理。由于治具定位存在偏移导致

视窗尺寸错位且遮喷后视窗位置易起白雾状不良物。在贴内保护膜的过程中，很难控制间

隙大小，因遮喷治具与内保护膜之间有同步的制造公差，很难控制其居中性，容易出现视窗

偏位现象，降低产品的良品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智能穿戴面壳容易出现视窗偏位的技术问

题，提出一种智能穿戴面壳及其制作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智能穿戴面壳的制作方法包括：

[0006] 采用透明PC材料根据透光度进行抽粒；

[0007] 在抽粒的过程中添加镭雕色母；

[0008] 采用单色注塑成型得到智能穿戴面壳的毛坯；

[0009] 对所述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

[0010]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所述对所述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以形成遮光区和

视窗之后还包括：对所述视窗贴膜。

[0011] 在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进行印刷图案或文字。

[0012] 在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通过CNC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去除边角。

[0013] 在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对所述智能穿戴面壳喷涂高光UV漆。

[0014]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3D镭雕的精度为0.1mm-0.15mm。

[0015]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穿戴面壳，由上述制作方法制作而成，所述智能

穿戴面壳的材料为透明PC材料，所述智能穿戴面壳的反面设有视窗和遮光区。

[0016]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视窗的透光中心与所述反面的中心的偏差为

0.1mm-0.15mm。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有：

[0018] 选用透明PC材料通过单色注塑成型形成毛坯，通过镭雕来对毛坯的反面进行加工

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镭雕设备可以对毛坯的反面进行对标，找到反面的中心，进而使视窗

位于反面的中心，这是由程序控制的，具有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可避免偏位，提高良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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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智能穿戴面壳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智能穿戴面壳的制作方法的一种变型方式的流程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智能穿戴面壳的毛坯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智能穿戴面壳经过镭雕之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考图1至图4，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应该强调的是，下述说明仅

仅是示例性的，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及其应用。

[0024] 本发明的智能穿戴设备包括手表、手环、指环等，智能穿戴面壳是指上述智能穿戴

设备的用于显示的外壳。参考图1，本发明的智能穿戴面壳的制作方法包括步骤S100至步骤

S400。

[0025] 步骤S100、采用透明PC材料根据透光度进行抽粒。透明PC材料最适合用于镭雕，可

达到较高的良品率。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透光度，比如90％、80％、70％、60％的透光度，根

据这些透光度使用抽粒设备对透明PC材料进行抽粒即可。

[0026] 步骤S200、在抽粒的过程中添加镭雕色母。比如加入黑色色母，镭雕色母是镭雕添

加剂，当镭射光束作用于需标记的材料时，在镭雕添加剂的作用下将光能转换为热能，致使

材料表面熔融、变色甚至气化，从而形成图文。

[0027] 步骤S300、采用单色注塑成型得到智能穿戴面壳的毛坯。单色注塑成型便于制作

模具，可降低生产成本。

[0028] 步骤S400、对毛坯的反面进行3D镭雕以形成遮光区和视窗。调节3D镭雕的工艺参

数，比如改变功率的大小或者移动速度，在毛坯的反面进行镭雕。参考图3和图4，经过镭雕

的区域就形成遮光区102，其余的区域则为视窗101。

[0029] 根据上述可知，选用透明PC材料通过单色注塑成型形成毛坯，通过镭雕来对毛坯

的反面进行加工以形成遮光区102和视窗101。镭雕设备可以对毛坯的反面进行对标，找到

反面的中心10A，进而使视窗101位于反面10的中心10A，这是由程序控制的，具有可重复性

和稳定性，可避免偏位，提高良品率。

[0030] 其中，3D镭雕的精度为0.1mm-0.15mm，可更好地避免偏位。

[0031]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2] 参考图2，在步骤S400之后还包括步骤S500。

[0033] 步骤S500、对视窗贴膜。这里的贴膜是为了对视窗进行保护，以免在后续工序中比

如点检对视窗造成污染或者损伤。对贴膜的偏位程度不作要求，只要能保护视窗即可。

[0034] 参考图2，在步骤S500之后还包括步骤S600至步骤S800。

[0035] 步骤S600、对智能穿戴面壳进行印刷图案或文字。比如根据实际需要在面壳的正

面印刷Logo。

[0036] 步骤S700、通过CNC对智能穿戴面壳去除边角。注塑成型的智能穿戴面壳可能会存

在边角，为保证产品光滑，可采用CNC对智能穿戴面壳进行加工，以去除边角。

[0037] 步骤S800、对智能穿戴面壳喷涂高光UV漆。UV漆就是紫外光固化漆，用于使智能穿

戴面壳的镜面高光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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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现有技术中的遮喷工艺良品率只有60％，交付周期为7天。本发明从步骤S100到步

骤S800，良品率提升至80％，简化了工艺，交付周期缩短至5天。

[0039] 参考图3和图4，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穿戴面壳，由本发明上述的制作方法制作

得到。智能穿戴面壳1由透明PC材料制作而成，其反面10设有视窗101和遮光区102。视窗101

的正投影为对称的形状，比如矩形，其具有透光中心101A；反面10的正投影也为对称的形

状，比如矩形，也具有中心10A；透光中心101A与中心10A的偏差为0.1mm-0.15mm，也就是视

窗101的居中偏差为0.1mm-0.15mm。

[0040]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

定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其还可以对这些已描述的实施方式做出若干替代或变型，

而这些替代或变型方式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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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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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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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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